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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食品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韩秀婷*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  252000) 

摘  要: 目的  提高餐饮业食品安全, 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 加强餐饮业食品安全的治理。方法  通过调研、

走访了解目前餐饮业食品安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果  餐饮业食品安全治理存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 餐饮业

自身特点、餐饮业食品安全成因复杂、食品安全检测检验体系不完善、餐饮业食品安全监管多主体、餐饮业

食品安全自身管理薄弱。并提出了四个对策建议, 增强餐饮业自身食品安全的自律, 形成通力合作的监管模式, 

完善食品安全的检测检验体系, 加大餐饮业违法分子的惩罚力度。结论  总结出的五大问题和四大对策有利于

餐饮业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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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cateringfood safety governance 

HAN Xiu-Ting* 

(Liaoche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improve food safety in catering food system to ensure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cateringfood safety. Method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ateringfoodsystemwereunderstood by means of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Results  

Five problems exist in catering foodindustry security governance, including:characteristics of restaurant 

industry, complex causes of restaurant industry food safety, imperfection of food safety testing, and inspection 

system, more subject of restaurant industry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weak management of restaurant 

industry food safety. Four countermeasures wereput forward to, which including strengtheningself-disciplinein 

food safety industry itself, forming the supervision model of cooperation, improving the food safety inspection 

system and intensifying catering foodindustry illegal molecular composition.Conclusion  The five questions 

andfour countermeasures are helpfulto the catering industry for the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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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餐饮业食品安全关

乎人们的生存健康甚至生命, 所以与人的关系是最

密切的。近年来, 餐饮业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瘦肉精、

地沟油、毒黄瓜、染色辣椒、毒豆芽、毒生姜等等, 给

人们生活带来了严重危害, 也给国家和政府带来巨大

挑战。党中央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2014年李克强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用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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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李克强总理以期用“三个最”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可见餐饮业食品安全治理难度之大。 

2  餐饮业和食品安全的概念 

2.1  餐饮业 

按欧美《标准行业分类法》的定义, 餐饮业是指

以商业赢利为目的的餐饮服务机构。在我国, 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的定义, 餐饮业是指在一

定场所, 对食物进行现场烹饪、调制, 并出售给顾客, 

主要供现场消费的服务活动。餐饮业主要分为旅游饭

店、餐厅(中餐、西餐) 、自助餐和快餐业、冷饮业

和摊贩五大类[1]。 

2.2  食品安全 

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对食品安全的概念

可以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选举两个具有代表

性的定义: 国际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中对食品安

全的定义: 食品按照预期用途进行制备和(或)食用时

不会伤害消费者的保证[2]。国内比较被认可的界定: 

食品在种植、养殖、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

餐饮消费等环节, 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

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导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

及其后代的隐患[3]。 

3  餐饮业食品安全治理存在的挑战 

3.1  餐饮业的自身特点 

聊城是山东省的地级市, 餐饮业非常发达, 尤其

是近几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旅游业的大力开

发, 餐饮业的发展更是蒸蒸日上。餐饮业在带给人们

生活便利的同时, 也给餐饮业治理工作带来挑战。第

一, 餐饮业种类繁多。如聊城市有大型饭店、中小型

饭店、小吃店、快餐店、大中小学食堂、幼儿园食堂、

企事业单位食堂、地摊等。第二, 餐饮业经营主体多

元化。如中式饭店、西式餐厅、茶楼、咖啡屋、酒吧

等。在食品特色上有北方的面食、南方的甜食、飞禽

走兽、龙虾鲍鱼等。第三, 小型饭店及地摊管理难度

大。此类饭店口味独特、消费低、数量多、分布广、

客流快, 是中下层老百姓就餐的首选。餐饮业自身所

具有的这些特点, 给餐饮业的治理带来很大困难。 

3.2  餐饮业食品安全成因的复杂性 

食品从农田到餐桌需经历一系列的环节, 每个

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这

就造成了餐饮业食品安全治理的难控性或不可控性。 

3.2.1  食品原料方面 

第一, 果蔬类污染。有些果、菜农为了提升商品

价值, 超标使用农药、化肥, 导致果蔬类产品残留农

药、硝酸盐的现象。第二, 重金属污染。有农民用污

染的水、污染的土地种植蔬菜导致蔬菜重金属含量超

标。重金属污染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非常严重, 它属

于化学污染的范畴[4]。第三, 禽蛋类污染。有些家禽

饲养为了使其快速生长, 注射激素等药品导致食品

不安全。这些食品原料都不是餐饮业生产的, 但会在

餐饮业环节爆发, 给餐饮业食品安全治理带来很大

挑战。 

3.2.2  食品加工方面 

其一, 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如在同一地方储存

食物, 不同原料的交叉污染会让有害菌大量繁殖, 造

成食品污染。其二, 使用劣质原料。如用病、死畜禽

加工熟肉制品; 用地沟油加工油炸食品。其三, 超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者为了保持食品美观, 吸引消

费者购买, 提高收入值, 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乃至相

关化学物品。如在面粉中超量 5倍添加增白剂过氧化

苯甲酰, 在腌菜中超量 20 倍使用苯甲酸, 在饮料中

成倍超标使用化学合成甜味剂等[5]。 

3.3  食品安全检测检验体系不完善 

相对于发达国家,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还

不完善,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检验方式不健

全。目前食品安全检验方式还没有形成全程化、系统

化和日常化的检测, 习惯于采用定期的抽查方式, 给

餐饮业留下“作案”时间。(2)监督环节不完善。在对食

品监督的过程中易出现重视食品出厂监督, 忽略过

程控制; 重视大型企业监督, 忽略小型企业监督等情

况, 缺乏全方位地监督。(3)检测技术不成熟。检测机

构的检查能力和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离社会

需求的差距很大。比如对食品农药残留等方面的检测

还不到位, 容易造成食品检测环节上的脱节。(4)部分

地区监测设备落后。有些偏远地区的食品安全监测设

备还是好几十年前购买的, 其在发达国家已被淘汰。 

3.4  食品安全监管多主体性 

食品从源头到餐桌历经了种种环节, 这种多环

节性决定着我国餐饮业食品监管采用多部门分段管

理的监管模式。如聊城市有药监局、农业局、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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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质监局、教育局、检疫局、水产局、畜牧局、

公安局等多种部门分段管理。不可否认, 这种监管模

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也存在着不少

问题。一是各自为政现象。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在行政

设置上分散, 导致政出多门, 九龙治水及各自为政的

现象较为频发[6]。二是职责不清现象。各个监管部门

之间没有明确的职责界限, 容易造成职能交叉、权力

真空、推卸责任、争夺成绩等问题。多主体的管理模

式缺乏沟通合作和协调机构, 容易造成重复监管、效

率低下、检查结果互不认同、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

权力不集中等现象。 

3.5  餐饮业食品安全自身管理薄弱 

在走访中发现, 餐饮业在食品安全自身管理方

面较欠缺。一是部分餐饮业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淡

薄。他们往往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不够, 对于那些危

害人们身心健康而不足致命的有毒食品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二是餐饮业自身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不健全。

大中型餐饮业缺乏专门的食品安全质量保证机构 , 

中小型餐饮业缺少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员。三是员工

素质有待提高。从事餐饮业的大部分员工受教育程度

低, 流动性强, 食品安全意识差, 无健康体检证明, 

参与食品安全培训的次数少。四是餐饮业食品违法成

本较低。有学者说, 生产经营者往往为了获取暴利而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法律的威慑力不能有效地满足

制裁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基本需求[7]。利润最大化是

餐饮业的最终追求, 在我国现有的违法成本远远小

于惩罚力度的条件下, 知法故犯的现象严重。 

4  餐饮业食品安全治理策略 

4.1  增强餐饮业食品安全的自律 

餐饮业食品安全的治理关键还在于餐饮业自身。

首先, 提高餐饮业主管人员与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

意识, 加强餐饮业人员的食品安全培训。相关监管单

位不定期对餐饮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知识考核, 对

考试不达标者劝其辞退。其次, 在大型餐饮业中设立

食品安全质量保证机构, 负责本餐饮的食品安全管

理工作, 并与餐饮业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做好配合, 共

同治理餐饮业食品安全问题。例如美国百胜餐饮集团, 

设有专门的质量保证机构, 负责本企业的食品安全

管理[8]。在中小型餐饮业中设立专门的取得资格的食

品安全管理员, 做到每天及时记录, 负责餐饮业食品

安全的监管工作。加强餐饮业自身管理, 提高监管效

率, 杜绝不安全食品进入餐饮业。最后, 餐饮业食品

加工透明化, 提高食品安全信任度。在食品加工间安

装摄像头, 让所有监管部门能随时看到食品加工情况, 

有利于食品安全的监管。在餐饮业明显部位安装大屏

幕, 让消费者看见食品加工的全过程, 放心消费。 

4.2  形成政府统辖, 各部门通力合作的监管模式 

食品安全的公共属性决定了食品安全监管除了

依靠市场主体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上的自律规范外, 

还需要政府的强制力来规范[9]。一是发挥政府部门的

统领作用, 推进政府事务的综合管理与协调。形成以

政府为统领, 各监管部门通力合作的食品安全监管

模式。二是政府在监管模式中发挥着粘合剂、协调、

监管、问责的作用。政府相当于一个总开关, 通过协

调各监管部门, 避免出现踢皮球和抢蛋糕的现象。三

是按照职能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进行重新划分。减少

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交叉, 监管空白的问题, 每

个部门应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相互沟通、形成

体系, 提高监管效果。四是打破壁垒, 确保各个监管

部门信息畅通。建立有效的信息通道, 确保各个部门

之间能第一时间了解餐饮业食品安全监管情况, 提

高餐饮食品安全的监管效率。 

4.3  完善餐饮业食品安全的检测检验体系 

食品与其他消费品相比较, 是一种典型的“经验

产品”甚至“后经验产品”, 即食品只有在消费者购买

并食用之后才能体验其效用,甚至微量有害物质只有

在体内经过长期的积蓄才能暴露其危害性。所以, 为

了保障食品安全性, 在市场准入方面应当比其他许

多行业设置更高的进入门滥[10]。第一, 提高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技术。①送技术人员参加不定期培训学习; 

②通过聘请高级专家来检测机构讲解或演示先进检

验检测技术。通过“引进来, 送出去”的方式增强技术

人员知识, 提高其检验检测技术, 做到从源头上杜绝

食品污染。第二, 及时更新食品安全检测设备。政府

要增加投入, 及时更新检验检测设备。①增强我国自

主研发能力,研制开发适用于市场的食品检测设备, 

提高食品检测水平。②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交流与合

作, 从国外直接引进先进的食品检测设备。第三, 建

立梯形食品安全检测网络。可在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

国家级食品安全检测中心,然后成立省级食品安全检

测中心,再成立市级食品安全检测中心, 最后成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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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食品安全检测中心, 后三者检测中心服从国家级

检测中心的调配和管理, 形成一个范围广泛的检测

网络。实现各机构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优势互补、

技术共享, 最终实现我国餐饮业食品安全检验检测

网络全面覆盖体系。 

4.4  加大餐饮业违法分子的惩罚力度 

国外发达国家,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所承受的

惩罚非常严厉。根据英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如

果是一般违法行为, 会罚款五千英镑或处以三个月

内的监禁。对他人健康造成伤害的, 罚款两万英镑, 

并且监禁六个月。情节特别恶劣的, 对违法者进行无

数额限制的惩罚性赔款或者予以监禁两年[11]。我国也

意识到加大惩罚力度是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途

径, 2010年颁布的《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加大了对餐饮业违法分

子的惩罚力度, 但还远远不够, 我们应对餐饮业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严管、严查、严处、零容忍。一是吊销

违法餐饮业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加强对餐饮业食

品原料、食品加工等环节的检查频次, 对于不符合食

品安全要求的餐饮业, 坚决取缔《餐饮服务许可证》。

二是增加餐饮业违法成本和处罚力度。对于违法的餐

饮业一要提高罚款额度, 额度的设置要高于其所获

利润。三是追究其刑事责任。对违法人员采取严厉的

法律制裁, 起到震慑作用, 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的发

生。四是违法信息公开。充分利用多媒体, 对于较严

重的、社会影响较大的违法行为, 通过多媒体的形式

披露, 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相关信息, 并起到监督的

作用。 

5  总  结 

本文从五方面提出了餐饮业食品安全治理存在

的问题, 并提出了四种解决措施。餐饮业食品安全治

理工作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 我们要形成合力, 共

同治理, 确保人们吃上放心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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